
开栏的话：
县域强则市域强。县域作为承上启下的行

政区划单元，是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直
接、最活跃、最有效的载体。纵观漳州 16 个县
区，县域经济有喜有忧，有优势也有短板，有潜
力也有挑战，高点起跳期待新突破新跨越。

《漳州观察》今起推出《县域经济面面观》
栏目，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全景扫描，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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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观察

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在大厨的手下，经过
150 余刀精密的切割与雕刻后，如一朵盛放的菊
花绽开。妙手生花、巧夺天工，精湛的烹饪技艺无
不令观者大饱眼福。这一幕发生在 16 日晚的“漳
州一桌菜”活动现场。

当晚，来自漳州美食协会名厨委的 50 位大
厨在芗江酒店同台献技，亮出各自拿手绝活，精
心烹制了白切黄金鲍、跳鱼拼盐鸡、血鳗金定鸭、
老菜脯江东鲈等 12 道颇具地方特色的菜品，从
主食到副食、瓜果、小吃等，打造了“漳州一桌
菜”。

“这次选取的 12道菜品中，有 8道是创新菜，
原料都取自漳州丰富的山海资源，在烹饪技法上
则遵循闽南传统饮食风味，并把菜点与地方特

色、历史名人等元素有机结合，延续漳州的民俗
文化。”漳州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名厨
委员会主任胡渊介绍。

漳州的传统美食里承载了当地特色的风土

人情，书写了独具特色的城市印象，也唤起了在
漳台胞的乡愁记忆。

“台湾菜是闽菜的一个分支，在口味、用料上
都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同样地，两岸的饮食文化

也是一脉相承的。不管走了多远，尝到带有家乡
味的美食所带来的亲切感是无可比拟的。”来自
台湾的漳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品牌建设与信
息宣传专业委员会顾问陈建安对当晚的菜品连

连称赞。
“希望借助美食交流，让两岸在餐饮文化上

有更多的创新融合，推动更多层次的交流合作。”
台湾老师、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崔震雄说。

近年来，漳州通过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小
吃节等活动，以特色美食符号为依托，带来更立
体、深层次的漳台交流模式，加深两岸同胞情感
联结。

“‘漳州一桌菜’运用本地传统的烹饪技法，
烹制的是两岸百姓熟知的古早味。”中国注册烹
饪大师、漳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长林铭煌
说，“我们充分借鉴和融入台湾菜品制作的一些
现代流行元素，希望通过乡音、乡味，创造更多
可能。”

尝 尝 家 乡 味
——“漳州一桌菜”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许惠英 朱亚磊

作为云霄主导产业之一，食品制造产业是县
域经济的重中之重：全县目前有 86 家食品制造
企业，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在细分领域冒出几家
行业翘楚，去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企业产值就贡
献全县规模工业的四分之一强，而且有全国地标
第一县的加持，可以说发展食品产业有基础、有
优势、有潜力。

但是，大而不强的问题也很突出。体量小，领
军企业、高端品牌不足，产业上下游配套不全，规
上企业仅 26 家，特别是缺乏行业巨头，对产业链
带动效应不彰，只能说初窥门径，还未登堂入室。
这也是全国大多数县域经济的问题所在，发展有

待提档升级。
如何破圈出道，关键在于引优育强：一者要

引“龙头”，梳理出重点招商目标企业清单，有的
放矢，招好商大商要靠营商环境，更要靠产城人
融合的新型城镇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是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二者要育“链
主”，县域谋发展不可能面面都强，而要瞄准细分
领域，选择发展态势好的较大型食品企业，扶上
马，送一程，加大扶持力度。有鉴于此，云霄邀请
专业机构编制食品制造产业链招商图谱，培育富
佳宝、利众诚这样的“链主”，在细分领域来比拼，
这些政策都起到了很好效果，值得思索。

破圈重在引优育强
□本报记者 赵文娟 赵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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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第二批地理标
志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我省 3 枚地理
标志入选。其中，云霄枇杷榜上有名。

作为“全国地标第一县”，云霄定位“地标食
品名城”，不断深挖土特产文章，去年规模以上食
品制造企业 26 家，产值 28.87 亿元。今年初以来，
该县成立食品制造产业链工作领导小组，精准布
局一批补链、延链和强链项目，为食品制造产业
链强筋健骨，让云霄好味道香飘万里。前 9 月，实
现产值 22.08亿元，同比增长 18.4%。

布局新赛道

云霄，农产品资源得天独厚。目前，全县共有
40 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位列全国县级行政区
域第一位。

无疑，枇杷是云霄地标产品中的一块金字招
牌。早年间，依托原料优势和深厚的产业基础，漳
州罐头享誉全国，云霄枇杷罐头也风靡一时。然
而，随着水果罐头市场竞争加大，加之大众消费
理念发生变化，云霄枇杷罐头产业逐渐零落，从
前随处可见的枇杷罐头厂，如今所剩无几。

做大做强产业，路在何方？近年来，云霄在产
业链上做文章，不断完善枇杷加工体系，推动枇
杷叶、花、果多元化开发，推出枇杷花茶、枇杷罐
头、枇杷糕点、枇杷饮料等多个加工系列产品。

“一斤枇杷鲜果售价 15 元左右，采摘过程中
有磕碰的果实，我们用来做枇杷干和枇杷膏，前
者一斤零售价 95 元，后者一瓶 250 克零售价 25
元。以往，枇杷树疏花，都被用作堆肥，这两年，我
们把枇杷花利用起来做枇杷花茶，每公斤售价
360 元左右。”云霄地标协会会长汤锦璋说，通过
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现在全县
枇杷全产业链产值超 10亿元。

枇杷产业链的升级之路，是云霄地标农产品
提质增效的典范。在漳州云霄地标馆，货架上陈
列着马铺淮山面、下河杨桃干、枇杷花茶等琳琅
满目的地标深加工产品。目前，云霄地标馆运营

企业“开漳印象”共生产枇杷、杨桃、金枣等 6 个
大类 30 多种地标精深加工产品。乘着直播电商
和网络购物的东风，去年公司营收近 600 万元，
线上销售额占比达六成。

为打破蜜饯果干“传统”“老龄消费”的刻板
印象，吸引年轻消费群体，2018年，福建利众诚食
品有限公司通过招商引资来到云霄。该公司具备
20 多年从事食品真空冷冻干燥深加工经验，曾
被评为省科技小巨人、国家高新企业。“我们利用
冻干技术，将新鲜食材中的水分转化为固态水，
保留食材原有的色、香、味、形和 95%的营养成
分，制成营养健康的冻干休闲果蔬干、固体饮料、
益生菌粉等冻干产品。”公司行政经理吴宁翔介
绍，企业每年生产冻干产品 3000 吨以上，2022 年
产值 2.5 亿元，枇杷、杨桃、淮山等云霄地标农产
品占公司生产原料的 30%左右。

地标食品产业链的延伸，是云霄精耕新赛道
的一个典型缩影。今年来，云霄县食品制造产业
链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现有食品制造产业情况，梳
理出地标食品、休闲食品、冷冻食品、饲料加工、
茶及茶食品五大具备基础优势的特色产业链，加
大上下游招引和培育力度，延伸产业链条，带动
全面发展。

“链主”重引领

云霄食品制造领域小微企业众多，如何整合
零散的企业，促进小微企业间资源共享、信息交
流和合作发展？培育“链主”企业至关重要。

福建富佳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
家“链主”企业。公司主要生产火锅料、水产品和
婴幼儿食品。“我们公司由房地产领域跨界而来，
也是带着房地产商的建设理念来到云霄。”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康军说，2018 年 10 月，公司投资 20
亿元，在云霄建设全县首个食品制造业集聚园
区——富佳宝食品科技工业园区。

顺丰办事网点设在园区门口，园区内道路宽
阔平整、标准厂房鳞次栉比。园区总占地面积 476
亩，建有 4 栋单栋 3.6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4 栋
员工宿舍楼、2 栋高管宿舍楼、1 栋行政办公大楼
和可一次性容纳 400 多人用餐的员工食堂。园区
还配套一座日处理污水近 7000 吨的大型污水处
理池，污水管网已接入园区各栋厂房区域，集中
锅炉房、中央配电房也配备齐全，企业可以直接
拎包入驻。

对于食品制造行业而言，食品保鲜是最重要
的环节之一。在富佳宝工业园区，有一座重量级
配套——4 万吨级大型智能立体自动化冻库。在
现场，记者看到一箱箱冷冻品堆垛在地上，一支
由机器人组成的无人搬运队，轻松地穿越狭窄的
通道，爬上 40 多米高的货架，自动识别并搬运存
放在货架上的冷冻产品。据介绍，冻库有 4500 吨
为公司自用，剩下的出租给邻近的水产品企业。

目前，富佳宝已成为全漳州固定投资规模最
大、配套最齐全的食品产业园区，园区有自营投资
项目6个、招商进驻项目6个，项目涵盖餐饮管理、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冷链物流配送、牛蛙加工生
产、食品包装等，入驻企业基本实现功能互补，一
条以富佳宝为“链主”的食品产业链已然形成。

如今，有更多“链主”企业在云霄成长。云霄发
布《食品制造产业链实施方案》，将“抓龙头”列为
首要工作任务，为利众诚食品、富佳宝食品科技
园、鸿益食品等全县 10家食品制造产业龙头企业
制定培育计划表，成立“链主”企业服务专班，建立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常态化制度以及政银
企定期沟通协调、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快速决策
服务等一批常态长效机制，第一时间解决企业在
融资、招工、审批服务等环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链长”强磁场

前不久，一场食品制造产业企业家沙龙在云
霄举办。23 家云霄民营企业、30 多名云霄领导干
部参加。政企敞开心扉，坐在一起提问题、提意
见、提创意。

绿洲农业、龙泽食品提出“可贷款银行少，贷
款额度不高”。沙龙一结束，县金融部门随即接到
任务：登门了解企业详细情况。县人行与商业银
行协调，为企业增加贷款额度。

“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我们当场安排推
进解决；对需要深入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责成
有关部门迅速研究会商，拿出具体解决措施。”云
霄县副县长、食品制造产业链“链长”汤永坚表
示，对企业的诉求、反映的问题，政府部门务求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只要在沙龙上提出问题，
5个工作日内就能得到解决或形成解决方案。

河湖长管河湖，林长管森林，链长管什么？顾
名思义，管产业链。今年，云霄出台《奋力争优争
先争效 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突
出产业项目协作集聚，明确由县委书记、县长担
任“总链长”，县分管领导担任“链长”，工信局、发
改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23 个相关
部门，10 个乡镇（开发区）组成成员单位，采取

“一位县领导、一个服务专班、一个工作方案、一
套支持政策、一支专业招商队伍、一只发展基金”
工作模式，从上游到下游一竿子插到底。

“链长制的优势就在于能最大程度地集中统
筹各相关部门的力量，统筹做好产业规划、招商
引资、要素保障等工作，对产业链堵点难点断点
集中研究、重点攻坚。”汤永坚说。

以培育“链主”企业富佳宝为例，云霄成立了
富佳宝食品科技工业园项目建设攻坚指挥部，由
汤永坚任指挥长，组建一支项目服务队常驻项目
建设现场，每周固定召开项目建设问题协调会，就
项目土地报批、施工手续办理、招商引资等方面提
供优质高效的“妈妈式”服务。目前，园区招商进驻

的6家企业中，有4家是通过政府招商入驻。
《云霄县食品制造产业链实施方案》明确，食

品制造产业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要围绕上游招
引原料和设备供应商企业、中游招引烘焙食品和
预制菜加工企业、下游招引食品包装和物流运输
配套企业，并描绘了近 20 页的招商图谱，项目范
围遍及全国各地。

“画好链图只是第一步。招商引资是一盘大
棋，我们想尽各种办法，确保项目招得来、稳得
住、发展好。”汤永坚说，一方面，通过央企、科研
机构、乡贤、媒体等穿针引线，精心推介当地资

源，吸引更多投资者和企业前来发展；加快建设
标准厂房、设计包装、冷链物流、检验检测等产业
配套体系，力争达到企业拎包入驻的条件。另一
方面，加快培育本地小微企业，建立“小升规”重
点培育库和生产经营问题协调解决台账，及时了
解企业困难和需求，帮助在企业用工、融资支持、
产业发展空间、销售等方面用好相关扶持政策。

此外，云霄正在积极探索“基金+招商”模式，
并于 8 月成立了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旨在通过发
挥国企市场化运作能力，增加资金来源、提高投资
效率和优化投资结构，让好项目选得准、进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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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文娟 赵锦飞 通讯员 郭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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